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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日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

迎来返程高峰，汽车后备厢再次成为热

点话题。

　　有人说，这是一场没人会输的比

赛，因为后备厢里装的爱都是一样的：

除了妈妈做的美食，蔬菜、水果、米面等

各类土特产成为标配。“回家带酒、离

乡带肉”，这是不少人的过年习惯，有网

友称，家里特意杀了一头猪和几只大公

鸡，兄弟姐妹们分一分带着返城。

　　装得“离谱”的后备厢，载满了浓得

化不开的父母的爱，演绎了中国人过春

节才有的浪漫与温情。

  笑着笑着就哭了，后备厢成
“能量包”

　　“看到车头是喜悦，看到车尾是分

别。”“拔完充电线再见又是一年……”

当汽车后备厢、行李箱再次塞满，又到

了离别的时间。

　　有人说，过年要回故乡，就是为了

把抽空的心再次充满，不管是对亲人的

思念，还是心头萦绕的乡愁。而“满满

的后备厢”，又成为万千游子的“能量

包”，是一解思乡之情的“充电宝”。

　　有的家禽“外挂”在车体外，被网友

称为“涡轮增鸭”“发动鸡”；打开后备

厢，当看到满当当的活鱼、活鸡甚至活

羊 时 ，不 少 网 友 表 示 ，笑 着 笑 着 就

哭了。

　　“这是咱家自己种(做)的，你在那有

钱都买不到。”在许多老辈人眼中，家

里做的才是最好的。父母连夜包的手

工饺子，特色风味的风干腊肠，自家菜

园产出的“绿色祝福”，奶奶亲手缝制的

温暖棉鞋……父母往往都提前一个月

精心采买备货，馒头论箱、水果论筐、蔬

菜论捆，仿佛要把整个市场都装进箱

子。当你说“够了够了，塞不下了”，他

们却摆手说“不多不多，几天就吃完

了”。

　　一份《春节返乡报告》显示，登上

“开车离家后备厢物品TOP5”榜单的

是：家乡特产、各类肉、蔬菜、酒、水果。

从数据来看，离家的后备厢也充满着地

域特色，山东人偏爱的是各类蔬菜、大

饽饽等。

　　后备厢里，装的都是父母无声的牵

挂和思念。每年春节返程的“后备厢大

赛”，为中国人回家过年这一集体仪式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常回家看看，让后备厢变“常
备箱”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在1999年的央视春晚

上，歌曲《常回家看看》引发了千家万户

的共鸣。

　　如果能常回家看看，“整存整取”的

后备厢，也会变成“零存零取”的“常备

箱”。当然，即使每年返乡两三次甚至

更多次，相信后备厢一样每次都会被塞

得满满的。

　　“常回家看看”这一话题，早在10

年前就被写入了《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媒体

最近调查发现，涉老年人权益维护的

案件，以赡养、居住权益保障、消费欺

诈等纠纷为主，诉求“常回家看看”的

案件较少。

　　对于子女不能经常回家看望，很多

老人表示理解。另外，加上近年康养事

业蓬勃发展，给予了老年人一定的生活

保障和精神慰藉。随着职工休假制度

的愈加完善，道路交通方式的不断便捷

等，“常回家看看”也会有更多的保障。

　　在古代，“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

语报平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天

涯”变“咫尺”，随时可以打开手机和父

母视频一下，瞬间点燃血浓于水的亲情

之乐，这也成为一种新的“线上返乡”

“网络团聚”的形式。

　　无数的家庭，以相互理解和支持为

基础，以春节团聚为埋藏于心底的期

待，用每一个平凡日常的默默奋斗铺就

一条回家之路，所有的苦累都在春节团

聚中烟消云散，一切的等待也都有了意

义，前行中也积蓄了更多的力量。

  年货春运，“分箱”上阵传
亲情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

背着一个胖娃娃……”往年的春节“回

娘家”，鸡鸭在手里，现在则塞到了汽车

的后备厢里。

　　小小后备厢，折射出中国交通发展

之变。

　　春运自驾，正成为主流的出行方

式。春节前，交通运输部曾有数据显

示，今年共计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0亿人次，其中自驾

出行的客流约72亿人次，占到人员流动

量的八成。

　　一个个后备厢，满载着亲情。后备

厢装不下，或者没开车的，也有便捷的

运输渠道。“不仅是后备厢，父母的爱，

也都装进包裹里了……”有运输单位

称，通过“年货春运”，老家的亲人可以

把农特产品轻松送给他乡的游子，让没

有回家过年的亲人也可以品尝到家乡

的味道。

　　这两年，“年货春运”一词悄然出

现，指的是年货的大迁徙，“人未到家，

年货已在路上”成新现象。如今，“高铁

+生鲜”服务使得年货随心达，在一些地

方还出现“公交+快递”的运营模式，使

城乡货运更加畅通，打通了“最后一公

里”。

　　新版《快递服务》国家标准将于4月

1日实施，按照城乡区域不同，分为城

市、农村快递，还特别按照温控条件不

同，分为常温快递和冷链快递，“年货春

运”将更为便利。

　　在包括春节在内的重要节日里，甚

至每个思念的日常，“后备厢”正在变成

一个个“纸箱”“泡沫箱”。这些后备厢

“分箱”成为重量分担者——— 其承载的

亲情之重永不变，人们的路途负担在

变轻。

  “反向过年”，家乡特产装进
“行李箱”

　　后备厢里的家乡特产年货，代表的

是传统的过年方式，即远方的游子回到

家乡，与父母亲人团聚。

　　而今，一种新的过年方式渐成新趋

势，家乡的父母等亲人用行李箱带着年

货，乘坐列车或飞机，赶到城里的儿女

家里过年，被称“反向过年”或“反向团

圆”“反向春运”。

　　这种现象在一线城市最为明显。

据报道，今年春运期间，广州、深圳不仅

是热门出发地，还是热门目的地，春运

旅客反向出行较多。其实在前两年，相

关部门就在春运工作中首提“鼓励‘反

向春运’”，并明确推行回空方向列车票

价优惠措施。

　　无论“回家过年”还是“反向过年”，

“黏”在一起才是年。随着社会的发展，

“回家过年”这一传统习俗正逐渐融入

多元化的过年形态中，反映了经济社会

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团圆模式

的一种创新回应。

　　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父母们奔

赴子女身边，这份跨越地域的相聚，让

任何地方都变得温馨，“此心安处是吾

乡”。

　　“年味的消散不是开始上班，而是

老家带来的瓜果点心已经吃了个大

概。”年味，就是家乡的味道。我们感

动于分量十足的行李箱和后备厢，是因

为里面装满了家人的牵挂，而这也将成

为我们再次出发的“原动力”，成为消解

疲惫倦怠的“总开关”。 (转自青岛宣传)

“装不下”的后备厢，载满浓浓“乡愁”

“常回家看看”入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网友分享妈妈正在给自己准备返

程物品。


